
1812019 年第 1 卷第 4 期 育人不倦

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潘　樱

（浙江省绍兴市培新小学，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思维能力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和概括的认识过程，并且通过这种认识，可以把握事物的一般属性和本质属性，这是一种举

一反三的能力，良好的思维能力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各种课程，激发学生学习小学语文的兴趣，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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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阶段的教学目标随着新课程的推进实施，教师的职责

不再单纯地是传道授业解惑，要以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感受为主，

真正地将在语文课堂内学习到的知识熟练的运用到生活中，而这

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上更注重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培养，我们要打造

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思维课堂。

一、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意义

学生的思维能力需要教师采用一定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

帮助学生将思维材料和语文知识点进行分析、整理、鉴别、消化、

综合等加工改造，使得学生能动的透过各种语文现象把握事物

内实质联系，形成新的思想，从而获得新的发现并制定出新的

决策的能力。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学生的思维能力理解为是学生

在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知识结构的基础上运用归纳和演绎、

分析、综合等思维工具认识事物、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维

模式。

教师对学生进行思维能力训练时要有目的、计划、系统地进

行语文教育活动。学生的思维能力作用不可以被轻估，因为学生

的天性对思维能力具有影响力，但是后天的教育与训练对于学生

的思维能力而言影响力更深、更大，而且经过一定的实验研究我

们从中得出，后天环境能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一个学生。学生自从

出生就开始累积庞大且复杂的数据库，其中就有各种文字、数字、

符码、味道、食物、线条、颜色、公式以及声音等，惊人的大脑

储存能力使得我们累积了如此海量的资料，教师要通过语文教学

将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行整理疏导，并且开发，让学生可以在课堂

上获得创新能力和质疑的思维能力。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策略

（一）运用情景教学激发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创新思维能力

思维是一种复杂且系统的心理现象，我们可以将其从不同的

角度去分，可以按照思维的内容，分为动作思维、形象思维和抽

象思维，或者按照思维的性质分，可分为再造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我们的学生不同于其他年级的学生，他们的思维发展趋势从具体

思维到抽象思维，就是由动作思维发展到形象思维，再依次发展

到抽象逻辑思维。教师在这个阶段结合语文教材，通过情景教学

的模式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

例如在统编版语文教材中《稚子弄冰》的学习中，教学目

标要求学生在学会本课生字理解古诗意思的基础上，凭借语言

文字注解、图片等，反复诵读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体会诗

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感受诗歌的语言美和内蕴美。教师根据

教学目标的要求将原本生硬的文字变得具体，让学生“亲身感受”

作者描绘的情景，并且可以创新，从古诗中小孩幼稚嗜玩的心

理特征切入，想象一下那种充满稚气而又诗意盈然的“脱冰作戏”

的场景。

（二）运用游戏教学培养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概括性思维

能力

学生的学习都是从游戏中开始的，新时期的教学课堂应该考

虑到学生在课堂的学习需求，尊重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并且

在语文教学中充分的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意识，从而使得学

生在愉快的学习氛围中自主提炼概括出重点和难点。

例如：在统编版小学三年级语文教材中《在牛肚子里旅行》，

教学目标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课文了解牛胃的反刍功能，我在学生

自学课文，朗读红头和青头的对话后，让学生来做一个“画画牛

肚子里红头旅行路线”的游戏。孩子们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

小组合作一起探索完成路线图的过程也自然概括出了反刍现象的

本质。教师利用游戏教学法的有趣性和易操作性让学生更加喜欢

语文这门学科，尊重学生的天性，最大限度地去培养学生的概括

性思维能力。

（三）运用翻转课堂提高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质疑思维能力

翻转课堂可以说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大“反转”，翻转课

堂又被称为颠倒课堂，就是将原本的教学模式完全颠倒，教师就

可以利用这一特性在语文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质疑思维能力，我们

中国的科学发展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但是从伟大的科学实验

中也可以发现需要具备质疑能力，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培养学

生的质疑能力，让学生可以明白发现问题才可能解决问题，也能

将这件事情做得更加完美。

例如：在语文教材中《麻雀》的学习中，让学生通过去研究

课文的内容，对于文章中的主人公“麻雀妈妈”视死如归向猎狗

冲去的举动是否合理进行讨论，不同立场的学生可以举出自己的

理由，让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质疑，从而达到不唯上、

不唯书、只唯实。

三、结语

教师在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结合语文教材培养学生的思维

能力，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形成有效的思维课堂模式。让学生

真正的爱上语文并且可以利用语文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学生

的眼界、品质、能力也会随着思维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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